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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陈欢欢
最近一段时间，金沙江水电过度开发的新

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金沙江在传闻中似
乎已成为支离破碎的一江“死水”，甚至有人引
申出“中国水电大跃进”的结论。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由另一机构组织水
利水电专家对金沙江流域进行的一次考察却得
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该流域水电开发给出
了诸多正面评价。
究竟谁对谁错？为何对同一流域的同期考

察能得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
“支持水电开发的考察之后更支持了，而反

对的考察之后更反对了。”连参与此次考察的中
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都不太理
解：“这似乎是一个怪圈。”
对此，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陆佑楣 5月 22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关键在于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
科学、理性地看待水电问题。”

陆佑楣坦承，我国水电开发存在一些问题，
但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水电；金沙江水电项目都
是基于原有的流域规划，不存在“超规划建设”
和无序开发。而随着能源总量的增加，从长远规
划看，我国水电规模可能将一直维持目前的比
重，不存在过度开发。

谁对谁错

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多次提到“未批先建”、
“跑马圈水”、“无序开发”等语句，这让多位业内
人士颇为不解。

张博庭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就对此逐一反驳。例如，针对生态问题，他指
出：“如果你真的去过金沙江，就会发现当地的
渔业人员发自肺腑地认为水电建设拯救了金沙
江的鱼类。因为在过去，由贫困导致的过度捕捞
极为严重，结果是国家越是要保护的鱼类，反倒
灭绝得越快。”

而对于“国家对这些河流很多河段的研究
很少，水文和地质数据几乎是空白”的说法，作
为一名一线工程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地质
专家徐泽平并不认同。他表示，金沙江地质工作
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我国坝区地质情况都经过
了长期勘探，只有摸清地质条件才能审批电站。
“很多地质工作者为了摸清当地地质条件常年

不能回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针对所谓“跑马圈水”，陆佑楣指出，我国不

管大小水电站在审批前都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水电开发都是基于国家制定的流域规划，没有
盲目开工的现象。但由于水电站核准前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三通一平”等准备工作，因此造成
了“未批先建”的印象。

据记者了解，目前，金沙江下游 4个大型梯
级电站经国务院决定由三峡集团公司开发，不
存在无序开发问题，但中游一些中小水电站确
实需要“抢”市场。对此，陆佑楣表示，应由国家
统筹安排，通过招投标方式由开发商公平竞争，
实现更良性的水电开发。
对于水利工程只注重发电、淡化防洪和灌

溉等其他功能的说法，陆佑楣也不认同。他举例
说，设计时原本没有供水功能的三峡电站在去
年干旱时曾给长江中下游补水 200亿立方米，
有效缓解了下游干旱。我国其他水电站也基本
能发挥其规划的综合作用。

主流声音

而对于“中国地质权威集体失语”的论调，
事实也并非如此。
实际上，中国工程院、中国水科院等单位就

曾多次组织专家对我国梯级水库大坝的安全问
题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专家中既有一线工程
师，也有资深水利水电专家，更有多位院士，其
建议可谓代表了行业主流声音。
《中国科学报》记者获悉，业内专家并没有

回避梯级水库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如
水利水电存在分头管理的现状；中小水电往往
设计周期不够，施工利润低，雇佣民工施工，存
在质量隐患；低价中标违背建设原则等。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水电领
域，也是我国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过专家们也指出，目前对我国水电开发
安全性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首先，高坝大库对
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总体风险可控，水电建
设总体健康，“5·12”汶川地震中经受住考验的
大坝就是明证。另外，我国干流及一级支流电站
均以混凝土坝为主，安全性有足够保证。
“搞大坝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也最

重视，如果有溃坝的风险，这个坝根本就不会
建。”陆佑楣说。
据悉，专家们建议，应加强流域梯级水库大

坝统一管理调度，加强支流中小型水库的质量
管理，尽快制定水电开发安全管理条例。
陆佑楣指出：“既不能否认水电存在不足，

也不能因为有不足就否定水电发展。”

有序开发是前提

相对水电发展的内在问题，由金沙江事件
引发的最大争议在于我国水电开发规模是否过
量。
在经历了“十一五”的沉寂之后，最近一段

时间，随着一些中小水电的审批，我国水电工程
迎来复苏，有分析人士认为水电开发高潮即将
到来。
但陆佑楣指出，我国水电没有超前发展，反

而相对滞后。
据悉，美国水能资源利用率达 82.1%，日本

达 83.6%，挪威更是达到 90%，而我国目前水能
资源利用率仅达到 42%。从人均水电占有量来
看，美国达到 3千瓦，日本和欧洲也有 1.5 千瓦
左右，而我国目前人均只有 0.7~0.75千瓦。

“电力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进步。”
陆佑楣说。
张博庭也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往往水电开

发程度较高。水电发展的很多矛盾验证了《联合
国人类环境宣言》中的一条结论：发展中国家的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不足造成的。
“目前我国水电开发仍主要由能源需求驱

动。”陆佑楣指出，虽然“十二五”期间将加大水
电开发，但随着能源总量的增加，水电规模实际
很难超过目前 16%的比重。
“如果否定水电，能源缺口如何填补？”陆佑

楣指出，各种能源都有自身的问题，为了实现减
排目标，要尽量减少煤炭使用。“水电同核电组
合起来替代煤炭，我看是必须选择的道路。”
不过，陆佑楣同时指出，有序开发是水电发

展的前提，“这种公益性、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
程不能出现过剩的现象”。
对此，陆佑楣呼吁道：“梯级电站的建设和

运行确实需要国家统筹规划，而不是靠企业自
己随意运行，需要建立全流域统一的调度机构，
使水能资源得到最优的利用。”

美国时间 5 月 17日，当笔者浏览欧美各大媒体网站
时，其能源领域的头条报道均不约而同地对准了美国商务
部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面板征收重税一事。能够引发如
此广泛的关注，中国光伏产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仔细研读相关报道后，笔者觉得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
道尚算公平、客观。其中，《纽约时报》更是坦率承认，之所以
出台这一举措，是因为美国想重新评估制造业对其经济的
重要性。

一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
中国代工企业只能在由其构建的产业链条中分享微薄的利

润，这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而今，对于中国光伏企业在美
国市场分得的这一杯羹，美国从不屑一顾到珍而重之，这对
中国光伏企业而言，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笔者以为，从短期来看，此次征收重税对本来已经深陷谷
底的中国光伏企业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然而，长期来看，却
也是中国光伏业的机会。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中国光伏企业，本
来就已经开始踏上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征程，美国光伏企业
如果在此时放弃了在激烈竞争中进行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的
努力，转而准备躺在制造业现有利润上睡大觉的话，这无疑为
中国光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机遇。

太阳能面板反倾销的中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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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林伯强
一个国家的能源问题是围绕

着能源平衡而展开的，也就是说，
围绕着用多少能源，用什么能源，
以及如何在约束下进行平衡选
择。

传统的能源平衡是简单地从
能源供给侧考虑满足能源需求，
而宏观能源平衡与此有变革性的
区别，是兼顾政府节能减排指标
（能源强度、碳强度和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和绿色发展，将节能作为
满足能源需求的一项约束条件。
因此，宏观能源平衡基本公式应
该是：能源需求量 =能源供给量
+节能量。

宏观能源平衡公式看上去虽
然很简单，但它不是基于简单的
能源平衡，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
能源需求量既定和资金量有限
时，要保证多少能源供给和多少
节能，取决于投入。也就是说，资金
既可以投向能源生产（进口），也可
以投向节能。那么，有多种政策组
合可供选择，如果将更多资金投
入节能，节能量就提高，但是能源
生产投入相应减少。因此，政府可
以通过选择能源供给投入和节能
绿色投入，以满足能源需求的成
本最小化。因此，政府投入和公共
政策如何引导资金流向，对能源
和绿色投入的选择至关重要。

由于中央政府的“十二五”强
制性碳强度目标，能源平衡要求
除了针对二氧化硫、粉尘和氮氧化物等污染
物，还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能源规
划需要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
一个约束条件，即对能源需求公式中的能源
供给量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约束。

一个特定的二氧化碳约束量就会有相对
应的能源结构。一般说来，二氧化碳排放约束
越紧，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越
低，如果油气保持稳定，核能、风能和太阳能
等新能源的比例就需要增加。不同的碳排放
量对应的能源结构，其能源成本会有所不同，
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
此，需要对不同的能源结构及其对应的能源
成本进行分析，从经济社会角度考虑是否可
以接受该能源结构。

政府可以将节能和排放约束下可以接受
的能源结构作为能源规划的基础，考虑使用
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能源结构的实现。可以预
见，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收紧（排放量下
降），对应的能源结构发生相应变化，GDP、就
业等宏观经济变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单位 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
排放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开始时，
对 GDP和就业的冲击可能不大，但随着排放
约束进一步收紧，对 GDP和就业等宏观变量
的影响将加大，在排放约束达到某一临界点
时，相对应的经济成本就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的平衡，也是长期与短期的平衡。
宏观能源平衡模型可以在保障一定经济

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在国家或一个省份的能
源平衡中，综合考虑如何应对政府的强制性
节能减排和能源总量控制目标。比如说，应对
政府能源总量控制，就是将公式中的能源需
求量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在某一个数量，而
能源平衡就是在这个既定量的约束下，在能
源供给量和节能量之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确定最优能源供给量。由此类推，能源强度和
碳强度目标也可以在相关约束的前提下，进
行平衡优化。由此，为各地政府应对中央政府
约束性指标下的能源平衡提供了简单方法
论。在这个方法论的指导下，各省地可以在中
央政府节能减排和能源总量控制指标的约束
下，进行有效的能源平衡。

能源宏观平衡还要求能源行业规划必须
站到整体能源的高度，改变以往能源各行业
单独进行平衡规划。各类能源之间有替代性，
随着能源日益稀缺和能源价格走高，各能源之
间的替代性会越来越强。在能源价格比较低的
时候，能源之间也会有替代，但是替代成本比
较大，替代动力相对不强，如果替代需要的投
资大，替代就可能是不经济的。但随着能源价
格上涨，替代动力和替代条件日益充分，能源
价格越高，替代投资就相对越小，替代可能性
就越大。一旦能源价格走到一定高度，很多能
源替代都将成为可能。

日益增强的替代性使各种能源产品的
价格具有联动性，也就是说，石油价格上行
会带动煤炭价格上涨，尽管可能会有一段
滞后期。这种价格联动关系既与能源替代
相关，也受心理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能源替
代性和价格联动性使各种能源之间具有约
束的相关性，因此各种能源的生产和消费
也互相约束。所以，能源宏观平衡模式由于
考虑宏观节能减排目标，从而可以站在能
源整体的高度考虑能源平衡，符合现阶段
发展实际。

姻本报记者 贺春禄
在经历了数年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后，从去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步伐明显
放慢。多家风电上市公司 2011年业绩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滑。
近日，国家能源局批准南方电网与粤电集

团在广东分别开展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意
味着今后海上风电的开发可能会由特许权招
标转变为常规项目审批，这无疑给正处于颓势
的风电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多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海上风电的大力

发展有望使全行业走出低谷。但由于暂行的
“审批制”尚未通过出台政策加以确认，企业与
行业协会对此新变化的表态仍较为保守与谨
慎。

助力风电走出低谷

目前受全球经济疲软等诸多因素影响，陆
上风电开发陷入低潮期。我国虽然 2011年风电
总装机达 62.36吉瓦，位居全球第一，但“弃风”
现象严重。
而与陆上风电不同的是，海上风电则具有

先天优势，一方面海上风力资源丰富，另一方
面近负荷可有效解决风电消纳问题。

2015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预计为 500 万
千瓦，到 2020年为 3000万千瓦。但截至 2010
年底，装机量仅为 14.25万千瓦。
可见，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空间将远超陆

上。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宏文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一旦此次政策正式调
整，海上风电将再度掀起风电开发的波澜，有
助于拉动风电行业的需求，助推产业走出低迷
期。”
他指出，有望获益的风电企业包括两类：

一类是以金风科技、华锐风电为代表的海上风
机制造商；另一类是海上风电开发商，譬如率
先在南海布局的南方电网与粤电集团。
对此，金风科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早

在 2010年，金风科技就在江苏省大丰打造了集
研发、制造、销售和出口四个功能为一体的海
上风电基地，积极参与我国的海上风电开发。
金风最新研制的 6 兆瓦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
组也将于年内下线。
据记者了解，华锐风电也已成功出产 6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并中标上海临港海上风电一
期 10万千瓦示范项目。
不过，沈宏文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发展海

上风电还面临着技术与政策的双重难题，“首
先是目前关于海上风机的技术路线还存在较
大争议，直驱永磁与双馈式孰优孰劣尚未有明
确结论。其次，如何发展海上风电，以及以什么
样的方式推动海上风电发展，也未能体现在政
策文件中”。

“审批制”有利行业发展

科技部近日发布的《风力发电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
将规划建设 6 个陆上和 2 个海上及沿海风电

基地，尤其是潮间带和近海风电将进入快速发
展、规模化开发阶段。
从 2010年起，我国海上风电的开发模式一

直采用特许权招标的形式进行，并开展了第一
批 100兆瓦特许权的招标。但是迄今为止，首批
4个海上风电项目仍未全部开工，第二批项目
也处于搁浅状态。
对此，方正证券新能源行业分析师张远德

指出，当前海上风电项目发展不畅的主要原因
在于，各开发商为争取海上风电特许开发权，
从而导致中标价格较低。
据记者了解，首批四个中标项目的上网电

价平均为 0.68～0.78元 /千瓦时，已接近陆上
风电的价格。但是海上风电投资成本约为陆上
风电的 2 倍，且维护成本较高，开发商面临很
大的经营压力。
沈宏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首批海上

风电项目开发停滞不前，还有一个主要原
因———目前海上风电开发主要集中在近海海
域和潮间带，且规划面积较大，与原有的海洋
开发规划发生冲突。
沈宏文说：“由于涉及到渔业部门、环保部

门等多个海洋主管的利益分配，这种互相扯皮
的结果导致了海上风电开发裹足不前。”
在此情形之下，张远德认为，“特许权招

标转为常规审批”不仅能够破除目前海上风
电发展困局、吸引开发商投资，而且也能推动
风机厂商加大研发，提高风电机组性能、降低
风机成本，促进我国海上风电健康稳定发
展。
沈宏文也指出，过去以招标制为主的开发

方式导致“用海”矛盾突出。而审批制有利于控
制开发节奏，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力
度。

业内态度谨慎

尽管此次海上风电前期工作项目的获批意
味着我国海上风电的特许权招标制度开始出现
政策转向，但由于只是“暂行”的方法，没有通过
出台新政策加以坐实，因此，不少风电企业和行
业协会对此的表态都比较谨慎。

金风科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政策还没有得到最终确
认，所以不便对此进行直接评价。

华锐风电方面则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应
称，由于该政策走向目前尚不明朗，公司不想对
此作出评价。
“对于海上风电的特许权招标将变为常规

项目审批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听说有
关的新政策将要出台。”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
海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但沈宏文指出，能源局批准南方电网、粤电
集团开展海上风电项目的前期工作，表现出对
“特许权招标变为常规项目审批”这种新形式的
认可，“我认为如果试行的效果较好，今后必然
会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

上述金风科技负责人也指出：“政策的支持
对于风电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海上风电的相
关政策如有调整，一定是基于行业发展的具体
特点进行。我认为，这对行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利
的。”

“审批制”有望挽救风电颓势
热点话题

中商情报网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4月份，我国生产天然气 84.88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8.64%。今年 1～4月，全国天然气的产量达 373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 7.52%。

从各省市的产量来看，今年 1～4月，陕西省天然气的产量达 109.
9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2.57%，占全国总产量的 29.48%。紧随其后的
是新疆、四川省和广东省，分别占总产量的 23.70%、21.15%和 7.46%。

国家发改委 5月 22日发布通报称，4月份，国内天然气生产及消费
较一季度明显回落，同比仍保持较高水平，化肥生产及发电等用气需求
得到较好满足。

据行业快报统计，4月份进口天然气约合 3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0.6%，受去年基数影响，增幅趋缓。1～4月进口天然气 129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6.9%；进口资源占国内消费总量的 25.9%，同比基本持平。

另外，4月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0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3.1%，环
比下降 16.5%，主要原因是北方地区供暖结束，用气需求回落。 （陈乐）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 5月 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全国电力
供需形势继续保持平稳态势，全国仅南方电网经营区域高峰时段采取了
错避峰措施，最大限电负荷 526万千瓦，比 2月减少 40万千瓦。全国水
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4%。

受气温回升、用电需求增速放缓等影响，3月中下旬全国日发电量、
最大用电负荷呈不断下降趋势。下旬日均发电量为 132.35亿千瓦时，比
上旬减少 5.85亿千瓦时，降幅达 4.23%。

其中，华东、华中、华北用电负荷下降较多，占全国下降总负荷的
85%。在限电方面，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最大限电负荷分别为 213万千
瓦、101万千瓦、170万千瓦和 98万千瓦。贵州省自 3月 22日起解除有
序用电措施，结束自去年 7月中旬以来近 8个月的电力供应偏紧局面。

国家发改委称，由于上旬降水较集中，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高，3月
全国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4%，华中、华东等区域来水明显好于去年。
其中，国家电网区域内重点水电厂来水总体偏丰三成多。 （王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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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能源总量的增加，我国水电规模很难超过目前 16%的比重。 图片来源：eco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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